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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延年益寿，古代的那些大权在握的帝王，更恨不得“向天再借五百年”。
但人吃五谷杂粮焉会不得病？
帝王们尽管身边有医术精湛的御医在伺候着，可有的还是忍不住去吃小灶，找些仙丹服用，希冀长生
不老，到仙境潇洒走一回。
给帝王把脉的御医们，纵然有一技之长，时不时献出个宫廷秘方，名播朝野，赏赐百千强，但也必须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
帝王的脾气阴晴不定，说翻脸就翻脸；宫廷内更是逐鹿权欲的修罗场，杀机四伏，风云诡异莫测。
向左一步是天堂，向右一步是地狱，如履薄冰，殚精竭虑，这才是御医人生命运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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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游弋千年。
不仅涉及朝代更迭、历史珍闻、宫廷斗争，还对宫廷秘方、食疗、养颜秘籍和传统中医学的沿革发展
有所披露，并通过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宫廷秘闻揭示出历代王朝以及宫廷御医的悲喜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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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像中国的歌舞源自远古的巫一样，中医中药也是由巫分解出来的，并逐步自成体系。
医者救死扶伤，不知解除了多少人患病的痛苦，而一些名医的医术更是“出丧的灵车能返回，要埋的
死人能复活”。
远古的人类，刀耕火种，生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尚谈不到“科技”二字。
那时主宰人类精神的是巫，医术不过是巫的附庸品，一种炫耀法术的必备手段。
当时人们认为，疾病是神对人的惩罚，或是有妖魔作祟，因而有了病要祷告神灵，要作法驱邪。
诸如占卜、求神、驱邪的活动，自然都是由巫师一手操持的。
驱邪的表演节目结束后，巫师便把符水赐给病人，这符水就是药。
因为这事儿巫师心中最清楚：求神、驱邪仅能在心理上起到慰藉作用，想真正见疗效的还得服药。
夏商周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运用一些药物、针灸乃至按摩、食疗、药酒疗法等方法来医治疾病。
负责当时宫廷医药的医官叫“疾小臣”，这可以算是最早出现的御医了。
这阶段尽管是巫医共存，但巫一直处于大哥大的地位。
《山海经》一书中，就有许多巫与巫医活动时的描述，如强调：“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就充分反
映出殷商时期的王室医疗虽仍以巫为主体，也交织着医、巫之间的矛盾斗争。
在决定国家或宗族命运的祭祀大舞台上，巫始终担纲着副导演兼领衔主演，手舞足蹈的巫师，如鬼魅
附体，口吟“天灵灵，地灵灵，各路神仙快显灵⋯⋯”令所有的人只有战兢兢地匍匐在地。
等待神灵裁决的份儿。
这般威风的巫想不压医师一头都不行。
周代时，医才与巫分庭抗礼，过起井水不犯河水的日子.朝廷中，巫师专门掌管占卜、祭神、驱邪，医
师则负责发布医学方面的政令、采集药物，以及医治病人和伤员。
医与巫职责分离，在医学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那时起，医学有了初步的分科，且责任十分明确：“医师上士二人：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
。
凡邦之有疾病者，疤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
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
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
食医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
凡食齐眠春时，羹齐眠夏时，酱齐眠秋时，饮齐眠冬时。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
凡会膳食之宜，牛宜徐，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麦，鱼宜蔬。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疾医中士八人：掌养万民之疾病。
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
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眠其死生。
两之以九窃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
疡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杀之齐。
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
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窃。
凡有疡者，受其药焉。
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疗兽疡。
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
凡疗兽疡，灌而喬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
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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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则计其数以讲退之。
”医师为行政主管，级别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教授、主任医师；在医师之下的食医，就是现代的营养师
，级别相当于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主要管理王室成员饮食，施行食物疗法；疾医为内科医生，级别
相当于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疡医即现代的外科医生，级别相当于助教、主治医师：兽医的级别也相
当于助教、主治医师。
可刚刚觉得扬眉吐气的医生们又变得无比紧张起来，因为宫廷给每个医生都建立一个工作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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